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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又到了学生配镜的高峰
期。近年来，动辄数千元的配镜花销让
家长们把近视和牙齿正畸、打生长激素
一同列入了养娃“败家三件套”。

在眼镜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20
元的镜架，200元卖给你是讲人情，300元
卖给你是讲交情，400 元卖给你是讲行
情。”虽是吐槽之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眼镜市场的“水有多深”。

从消费者反馈来看，各地的眼镜店
眼镜价格普遍相差较大。为了避免被
坑，很多人甚至会在网上先问价，先听取
有经验人士的意见。

一副动辄上千元的眼镜，成本究竟
是多少？谁在赚取“暴利”？

几百元的镜框，批发价只需50元？

“镜架当时选的是店里最贵的纯钛
镜架，标价600多元，镜片选的是1.74折
射率的，标价2000多元，最后店家打了个
六五折，总共花费2000元。”

在北京市西城区工作的小倪一直被
高额的配镜费用困扰，由于近视度数较
高，她每次都选择1.74折射率的镜片，每
次配镜至少花费一两千元，按照三年换
一副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动辄四位
数的花销也让她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坑”
了。

“下次去潘家园配眼镜，起码比路边
的眼镜店要便宜。”小倪表示。她口中的

“潘家园”，是指潘家园地铁站附近的北
京眼镜城，聚集了一大批眼镜卖家。资
料显示，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眼镜专业
批发市场。

在北京眼镜城的外面，记者遇到了
正在发放小卡片的吕强（化名），他向记
者热情地介绍起配眼镜的价格。

当记者提到“在其他眼镜店，一个钛
合金的镜架要价三四百元”时，他连说，

买贵了，“我们是做批发的，在我们店里，
钛合金的眼镜架只需要50元，纯钛的眼
镜架，贵的才128元。”

在北京眼镜城走访多家店铺后，记
者发现，如果不追求品牌，一百多元就可
以买到纯钛眼镜架，但若涉及品牌，价格
会“水涨船高”。

王兰（化名）就在北京眼镜城经营一
家店铺。她告诉记者：“店里150元的纯
钛镜架，配镜片的话能便宜到120元，但
如果是品牌，需要280元。”

她还补充道：“大品牌会存在品牌溢
价，进货价本就偏高。如果追求性价比，
普通的纯钛镜架就可以。”

百元镜片和千元镜片无差别？

普通眼镜门店内动辄几百元的镜
架，在北京眼镜城能便宜上百元，这让不
少人感叹：“千万不要随便进一家眼镜
店，不然配完就会后悔。”

让人们感受到高溢价的，还有五花
八门的镜片。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相
比用材质区分的镜架，镜片的‘水更深’。”

一般来说，眼镜店会用 1.56、1.60、
1.67、1.74 等不同的折射率来划分价位。
度数越高，适合的折射率越高，价格亦会
攀升。另外，不同品牌、同一品牌的不同
系列，售价也会有所不同。

在吕强工作的眼镜店，一叠叠手册
里标记着不同品牌各个系列的价格。他
拿起某品牌的价格手册，向记者介绍起
了其中一个系列。记者注意到，1.6的某
版本数码型镜片（DP），建议零售价为
2980元。“在我们这里，可以打三折。”吕
强表示，算下来价格不到1000元。

为抑制孩子近视的发展，在西城区
工作的张成曾听从医生的建议，为孩子
配了另一品牌的镜片。“当时医院报价近
4000 元，后来去了磁器口的一家眼镜店

铺，最终花了1600元。”
谈及这一品牌，吕强的老板打开了

话匣子：“整个眼镜城没有低于 1550 元
的，我们这里可以降到1460元。”

整体来看，相较其他区域的眼镜门
店，北京眼镜城的价格明显偏低。同样
的配置，价格甚至能便宜一半以上。而
在北京眼镜城内，由于各家给的折扣不
同，价格也能相差几十元乃至上百元。

谁在赚钱？

面对随意谈定的价格，很多人疑惑，
手里这副花了上千元的眼镜，成本到底
有多少？有多少钱是被商家赚去了？

当记者询问眼镜的进货价时，吕强
称，“50 元的钛合金镜架，进货价是 40
元。”但对于镜片的进货价格，他只表示，
进货价越高，卖得越贵。

明月眼镜作为“中国镜片第一股”，
曾在招股书中披露，2020年，每片镜片的
成本为6.77元，每副成镜的成本为60.33
元。小小的镜片也带来了高额利润，
2022 年，明月眼镜镜片业务的毛利率达
60.04%。

博士眼镜是国内专业从事眼镜零售
的连锁龙头企业，同样有着令人艳羡的
毛利率。其曾披露过 2016 年的价格数
据，当时镜架的采购单价为 89.06 元，而
同期的销售价格达 506.88 元；每片镜片
的采购单价仅 28.82 元，同期售价则是
281.75元，售价是成本的近10倍。

看到这组数据，你脑海中可能会浮
现出“暴利”的字眼。但如果再看博士眼
镜的净利润，就会发现，相比上游供应
商，眼镜零售商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

财报显示，博士眼镜的销售费用居
高不下。其中，工资、社保和房租、物业、
水电费占据大头。

这也是很多眼镜店面临的压力。每

个店面都需要配备销售人员和验光师，
为了提高购买率，还需要选址在相对繁
华地段，房租自然较高。

吕强的同事告诉记者：“我们卖得便
宜，是因为走批发渠道。普通眼镜门店
一天可能就只配三五副眼镜，如果不卖
得贵些，就无法支撑下去。”

居高不下的成本，也导致眼镜门店
为维持运营、保证利润，在镜架和镜片上
定价较高，最后的结果就是由消费者买
单。

如何撕掉“暴利”标签？

对于眼镜门店肆意定价，在盘古智
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消费者要想避
免被“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眼镜店进
行配镜，并且要查看该店的资质证书和
信誉度等相关信息。

“其次，在选择镜片时，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品牌和质量等级，
不要盲目追求高价或进口产品。”江瀚提
到，“最后，在购买之前，可以事先了解一
下市场价格和相关配镜知识，以便更好
地判断商家的价格是否合理。”

但仅靠消费者自己注意识别、防范
明显不够。如何使眼镜价格相对规范化
和透明化，撕掉外人眼中的“暴利”标签，
在江瀚看来，还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规范
市场秩序等措施来解决。

此前，针对眼镜行业的“暴利”，曾有
业内人士直言，一方面是因为行业巨头
拥有高定价权，另一方面则是产业链过
长带来的低效。

而对于各个环节层层加价、销售成
本居高不下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打破
巨头对供应链的把持、缩短交易环节、为
消费者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或许才是国
内眼镜行业发展的未来。

据央视网

一副眼镜动辄上千元

谁在“收割”近视眼?

炎炎夏日，不少人恨不得从早到晚待
在空调房里。但必须出门的时候如何降
温？日本一家公司推出可以像腰包一样
挂在腰间的便携式空调，以期带给使用者
全天候的凉爽。

据日本“天空新闻24小时”网站报道，
这个“腰包空调”由东京电子公司“Gloture”
出品，本月中旬上市。它重约488克，外壳
含有相变材料。相变材料能在液态和固
态之间转变，或者在其他非传统状态间转
变，比如从一种结晶态转变为另一种结晶
态，转变的同时会吸收或释放大量热能，
以达到降温或加热的作用。

这款“腰包空调”还配备两组风扇，分
别位于使用者的腹部和腰部，吹向上半身
的风速可达到每秒5米。公司宣传图显
示，开启大风力后，女模特的长发被吹得
随风飘飞。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操控“腰
包空调”的风力，开启或关闭两组风扇。

公司说，“腰包空调”电池的续航时间
可达 17 小时，腰围 70 至 105 厘米的人均
可使用。不过，凉爽的代价不算小——每
台机器售价 3.25 万日元（约合 1680 元人
民币）。 据新华社

对抗炎热

一日企推出“腰包空调”

7月16日晚，参观者在“梵高再现”光影展上拍照留念。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自5月12日至9月10日，每周五、六、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增设夜场，开展博物馆奇妙夜活动。“梵高再现”沉

浸式光影大展也在夜间开放，通过对梵高近3000幅作品、手稿和书信的多媒体展示，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新华社记者 辛梦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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